
加强政治控制抑或重启改革?
———２０１８ 年总统大选之后的俄罗斯政治发展

张昊琦

【内容提要】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的总统大选并无悬念ꎬ 普京将再一次出任总

统ꎮ 在 １７ 年的执政长周期中ꎬ 普京结合民主制度和威权主义的一些主要元素ꎬ
构建了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政治体制ꎮ 不论被称为 “普京主义”ꎬ 还是 “可控民

主”ꎬ 或者是 “混合体制”ꎬ 它都已经是一个成熟的、 自洽的稳定结构ꎮ 虽然这

个结构具有一定程度的弹性ꎬ 但是在政治控制愈趋严厉的情况下ꎬ 政治停滞也愈

趋严重ꎮ 与此同时ꎬ 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政治和社会稳定之后ꎬ 俄罗斯社会一方

面存在普遍的政治冷漠现象ꎬ 另一方面开始出现强烈的求变心理ꎬ 这将对 ２０１８
年总统大选之后俄罗斯的政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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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总统大选不存在任何不确定性ꎮ 自从普京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６ 日

宣布参选后ꎬ 不论是置身其中的俄罗斯人还是外部世界的旁观者ꎬ 对大选的结果

都不会发生疑问: 普京将毫无悬念地开始他的新一个任期ꎮ 按照俄罗斯宪法的规

定ꎬ 这也是普京的最后一个任期ꎮ 因此ꎬ 值得关注的既不是大选的过程ꎬ 也不是

大选的结果ꎬ 而是已经连续执政 １７ 年的普京ꎬ 在新的任期中会不会有所 “变
化”ꎬ 对其所构建的政治体制是否进行改革ꎬ 如果有所改革的话ꎬ 将是怎样的改

革ꎮ 同时ꎬ 更引人关注的是ꎬ 在普京的这个任期结束后ꎬ 作为其 “接班人” 的

新总统将从何产生ꎬ 如何产生ꎬ 他会怎样引领俄罗斯走向未来ꎮ 对于上述问题ꎬ
俄罗斯国内的专家们意见不同ꎬ 而且各有所据ꎮ 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中旬召开的盖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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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论坛中ꎬ 一些学者悲观地预测ꎬ 不要指望 ２０１８ 年会出现大规模的变革ꎬ 如果

有所变革的话ꎬ 那多半是通过新的宪法或者制定新的规则ꎬ 允许现在的国家首脑

尽可能地保持其执政权力ꎬ 而国家仍将在坚守孤立主义、 加强 “选举清洗” 和

压制媒体的旧有框架下发展ꎮ 一些学者附和说ꎬ 为了使普京不致成为 “跛鸭”
总统ꎬ 当局需要启动新的进程——— “将权力从总统普京移交到领袖普京身上”①ꎮ
与此同时ꎬ 另外一些学者则乐观地认为ꎬ 普京无意改变政治规则ꎮ ２００７ 年他本

可以应大部分精英的要求ꎬ 像中亚地区的领导人一样修宪徇私ꎬ 但他并没有这样

做ꎬ 现在更没有这样做的必要了ꎻ 何况普京也满怀热情地赞成变革ꎬ 赞同积极的

发展ꎬ 俄罗斯政治精英所谈论的改革将不会停留在口头上②ꎮ
上述两种关于 “变化” 的截然相反的看法ꎬ 预设了 ２０１８ 年总统大选后俄罗

斯政治发展中两种比较极端的场景ꎮ 更为可能的是ꎬ 按照卢基扬诺夫的看法ꎬ 大

选前不要期待出现重大的变化ꎬ “普京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宿命论者ꎬ 他不相信战

略ꎬ 实际上他没有任何具体想法”③ꎮ 当然ꎬ 以俄罗斯的历史惯性ꎬ 以及普京出

其不意的政治策略和手段ꎬ 不排除其他富有戏剧性场景的出现ꎮ 但是历史性地来

看ꎬ 经历了普京长期执政的俄罗斯可能已进入了一个选择的年代ꎮ 普京的执政时

长将达到四分之一个世纪ꎬ 人们甚至将他的时代与勃列日涅夫的 “停滞时代”
相提并论ꎬ 同时也将其与苏联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斯大林时期比附ꎮ 俄罗斯历

史中的 “循环论” (цикл) 思维以及政治进程中新节点的出现ꎬ 使得某些学者大

胆地断言ꎬ “普京将赢得大选ꎬ 但这是普京时代终结的开始”④ꎮ
虽然未来难以预测ꎬ 但是人们还是热衷于构想各种可能的场景ꎬ 并且通过因

果之链充实自己的判断ꎮ 本文希望通过对有关当前俄罗斯政治体制观点的某些梳

理和分析ꎬ 以及对民众政治心理的某些变化的探讨ꎬ 展示俄罗斯政治发展中面临

的一些问题ꎬ 以期对俄罗斯未来政治体制中的 “变” 与 “不变” 增进一些理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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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普京主义” “可控民主” 与 “混合体制”

对 “普京体制” 的探讨与争论ꎬ 从普京执政之初直到现在ꎬ 都没有停止过ꎮ
２０００ 年ꎬ 普京代行总统职务刚满一个月ꎬ «纽约时报» 的一篇文章就给他帖上了

一个以其名字命名的标签——— “普京主义”①ꎮ 这是一个带有贬斥色彩的前瞻式

的政论性判断ꎬ 同时又是一个可以将普京后来的理念和政策也纳入其中的开放式

的概念ꎮ 因此ꎬ 这一术语在广泛传播的同时ꎬ 其内涵和外延也不断扩大ꎮ 但是

“普京主义” 这个词并非美国学者的发明ꎬ 在 «纽约时报» 文章刊登前的半个多

月ꎬ 俄国政治学家安德烈皮翁特科夫斯基就发表了一篇题为 «作为俄罗斯强盗

资本主义最高和最后阶段的普京主义» 的文章ꎬ 其观点相对来说更有历史纵深

感ꎮ 他认为ꎬ 普京只是一个偶然的人物ꎬ 即使没有普京 (Путин)ꎬ 俄罗斯也会

出现一个奉行同样政策的普普京 (Пупкин)ꎻ 重要的是 “普京主义”ꎬ 即权力用

于自我生产的一整套工具②ꎮ
“普京主义” 很快被俄罗斯学界和舆论界接受ꎬ 将其作为描述和评价普京体

制的一个术语ꎬ 例如亲克里姆林宫的维尼克诺夫将 “普京主义” 视为普京执

政时期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③ꎮ 不过在多数情况下ꎬ 自由主义者用来批

判ꎬ 保守主义者则用来肯定ꎬ 因此其褒贬色彩因人因文因语境而定ꎮ 不过相对于

修辞而言ꎬ 它的真实内涵更为重要ꎮ 国内有学者将这个概念与传统的 “全能主

义” (极权主义) 和 “威权主义” 进行比较ꎬ 认为这是一个 “全新的政治形态”ꎬ
其特征 “包括高度集权的总统制及领袖崇拜、 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和主权民主意

识形态的交织与融合”④ꎮ 这种比较是有意义的ꎬ 既可以使我们认识到 “普京体

制” 的先天弱点以及在国家治理和发展中的二元分裂ꎬ 又可以使我们理解这种体

制的弹性以及它寻找合法性的依据和途径ꎬ 但是这个概念的边界仍然没有确定ꎮ
相对于 “普京主义” 这个内涵较为宽泛模糊的概念来说ꎬ “可控民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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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在描述普京体制时可能更为直接明确ꎮ 其实ꎬ “可控民主” 在叶利钦时代即

已出现ꎬ 它是与 １９９３ 年俄罗斯新宪法相伴生的ꎬ 可以说是炮打白宫的直接后果ꎻ
“在 ‘可控民主’ 系统中ꎬ 街头政治和公开冲突以及议会的政治激情都被排除在

外”ꎬ “一个稳定系统的 ‘反激情过滤器’ 被构建起来”①ꎮ 俄罗斯总统的权力超

过西方总统的权力ꎬ 显然ꎬ 它是这一系统的保障ꎮ 但是 “可控民主” 这一概念在

当时应者寥寥ꎬ 民主的 “可控性” 因为政治乱局和社会衰败而没有得到积极的

体现ꎮ ２０００ 年普京执政后ꎬ 将政治和社会稳定视为当局的首要任务ꎮ “可控民

主” 被俄罗斯学者再度提出ꎬ 并且得到了社会的积极回应ꎮ 当局打压金融寡头、
整顿寡头控制的媒体ꎬ 很快就收到了 “可控性” 的初步效果ꎮ 随后不久ꎬ 普京

借别斯兰事件之机建立起垂直权力体系ꎬ 俄罗斯真正实现了所谓 “可控民主”ꎬ
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政治结构ꎮ 此后普京每年的成绩单上ꎬ “政治和社会稳定” 都

位列榜首ꎮ
普京的第二个任期开始不久ꎬ “可控民主” 被 “主权民主” 所取代ꎬ 虽然

“主权民主” 主要是用来回应外部世界的ꎬ 其中心词是 “主权” 而非 “民主”ꎬ
但是它的核心在于国内的稳定ꎬ 不能出现给 “颜色革命” 以可乘之机的破绽ꎮ
因此它与 “可控民主” 本质上是一样的ꎬ 都是俄罗斯特色的民主形式ꎮ “可控

性” 不仅来自于宪法和法律等制度性安排ꎬ 而且也来自于行政权力的非制度性操

控ꎮ 在 “灰衣主教” 苏尔科夫的政治操作中ꎬ 刚性手段与柔性手段交相运用ꎬ
新旧政治模型轮流置换ꎬ 甚至自相矛盾的各种姿态也能毫无违和地拼接在一起ꎮ
这种政治运作策略制造出被一些学者称之为后现代政治的 “秀场”②ꎮ 但是这种

所谓的后现代政治运作始终无法回避其核心的问题: 对政治稳定的片面追求必然

会导致政治停滞ꎬ 人为的 “可控性” 可能并不是真正的稳定ꎮ “梅普组合” 期

间ꎬ 梅德韦杰夫从 “统一俄罗斯” 党在当局的庇荫下一党独大的事实发出了

“政治停滞” 的警告ꎬ 并且提出了政治现代化的倡议和计划ꎬ 希望改变这一局

面ꎮ 而帮助普京制造了稳定局面的苏尔科夫ꎬ 他在 ２０１１ 年年底离开总统办公厅

时曾一语双关地说: “稳定将吞噬自己的孩子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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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年底和 ２０１２ 年年初俄罗斯所爆发的抗议运动并没有动摇俄罗斯的政

治和社会稳定ꎬ 但它对普京体制形成了一定的冲击ꎬ 俄罗斯某些政治学者甚至认

为 “可控民主” 到此正式结束ꎬ 已经转向 “不可控”①ꎮ 这种观点是就街头政治

的重新兴起而言的ꎬ 有些过甚其词ꎬ 从效果来看ꎬ 俄罗斯的政治和社会稳定仍然

操控在当局的手中ꎮ 自 ２０１２ 年普京重新登台之后ꎬ 俄罗斯当局加强了政治和社

会控制ꎬ 通过 “精英国有化” 重新一统精英队伍ꎬ 通过出台更严格的法律措施ꎬ
大幅缩小体制外反对力量的空间ꎮ 这个趋势ꎬ 随着其后乌克兰危机的爆发ꎬ 有增

无减ꎮ 不仅反对派ꎬ 而且大量的非政府组织ꎬ 其活动空间也越发逼仄ꎮ
近几年来ꎬ “混合体制” 这一概念在俄罗斯政治学圈中用得越来越多ꎬ 用以

描述和评价当前俄罗斯的政治体制ꎮ ２０１５ 年年初ꎬ 俄罗斯政治学者 Ｅ 舒尔曼撰

文认为ꎬ 俄罗斯当前的政治体制是 “混合体制” (гибридный режимꎬ гибрид)ꎬ
即同时具有威权主义体制和民主体制的特征ꎬ 其中选举制、 多党制和议会制等民

主因素只是表面的和装饰性的ꎬ 而实质上则是威权主义②ꎮ 舒尔曼总结说ꎬ 对于

这样一个中间性的体制ꎬ 学者们主要从两个角度来看待并且给出自己的判断: 从

民主制度的这个角度看ꎬ 它是 “有缺陷的民主”、 “非自由主义的民主”、 “有问

题的民主”ꎻ 从威权主义角度看ꎬ 它是 “有优点的威权主义”ꎬ 即 “竞争性的威

权主义” 或者 “选举威权主义”ꎮ 因此ꎬ 拥有合法的多党制并且进行定期的选

举ꎬ 是区分 “混合体制” 与 “纯威权主义” 的边界ꎬ 至于政党之间是否进行正

常的竞争ꎬ 以及选举之中是否具有大量的违规现象ꎬ 则并不是最重要的ꎮ 从俄罗

斯的情况看ꎬ 存在程度较高的腐败现象ꎬ 尤其是在司法系统和选举中ꎻ 司法系统

缺乏独立性ꎻ 政府不对议会负责ꎻ 行政权力力求控制媒体但不可能彻底掌控ꎻ 限

制公民自由ꎬ 尤其是采取集体行动的自由ꎬ 如参加公共集会和社会组织ꎬ 等等ꎬ
这些都是 “混合体制” 的表现ꎮ 目前最令人感兴趣的是ꎬ 作为一种过渡形式的

“混合体制”ꎬ 是向稳定的民主方向发展还是向纯粹的威权主义发展ꎬ 或者它本

身就是一种自主的稳定的政治制度形式ꎮ 舒尔曼认为ꎬ “混合体制” 相当稳定ꎬ
同时也不稳定ꎮ 它可能缓慢地向民主制发展ꎬ 也可能向专制方向发展ꎬ 甚至可能

成为失败国家ꎬ 发生系统性的崩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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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政治　

２０１７ 年年初ꎬ 舒尔曼的 “混合体制” 论在俄罗斯政治学界引发了争论ꎬ 一

些学者并不同意她的观点ꎬ 甚至一些政坛人士也加入了论争ꎮ 反对者认为ꎬ 应该

从政治体制的内部而不是从外部来判断这个体制的属性ꎬ 普京体制中没有 “混合

性” 的因素ꎬ 它的主要特征是: (１) 政治权力垄断在 “政治阶级” 手中ꎮ 总统

及其办公厅控制着绝对权力ꎬ 而 “政权党” 是与权贵 － 官僚机构合为一体的ꎮ
(２) 选举制由权力轮换机制变成了自我生产机制ꎬ 真正的反对派被视为敌对势

力ꎮ (３) 体制对媒体进行政治审查ꎬ 可以说是垄断ꎮ (４) 立法的主要方向是设

置新的禁令和限制ꎬ 妨碍宪法权利的落实ꎻ 将所谓的 “国家利益” 绝对地置于

个体利益之上ꎬ “安全” 概念成为最高价值ꎮ (５) 没有独立的司法ꎮ (６) 公众对

国家的重大决策并不知情ꎮ (７) 当局把国家变成了 “围城” ———外部是敌人ꎬ
内部是敌人资助的 “叛徒” 和 “第五纵队”ꎬ 等等①ꎮ

综上所述ꎬ 经历了 １７ 年的执政长周期后ꎬ 普京所构建的体制ꎬ 不论是所谓

的 “普京主义”ꎬ 还是 “可控民主”ꎬ 或者是 “混合体制”ꎬ 都已经是一个成熟

的、 自洽的稳定结构ꎮ 在这个稳定结构的形成过程中ꎬ 有三个重要的节点ꎮ 首先

是别斯兰事件ꎬ 普京借这个事件完成的垂直权力的构建ꎻ 其次是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

的民间抗议活动ꎬ 普京采取一系列措施ꎬ 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ꎻ 最后是乌克兰危

机ꎬ 普京通过合并克里米亚ꎬ 继续强化内部的统一性ꎬ 消除政治体制所面临的风

险ꎮ 这个过程也显示出普京体制的一些特点ꎮ
首先ꎬ 这个体制是具备了一些民主元素的威权体制ꎬ 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弹

性ꎬ 当局基本上通过制度性的安排而非纯粹的暴力方式进行政治管控和社会治

理ꎮ 但是从三个阶段的发展来看ꎬ 政治和社会控制越来越严ꎬ 各种法律的出台不

断地收缩体制外力量的活动空间ꎮ 因此它的弹性越来越小ꎮ 虽然实行多党制ꎬ 通

过定期的选举实现体制的更新ꎬ 但是十多年的实践证明ꎬ 这只不过是 “选举专

制”ꎬ 其更新不过是执政精英的内部循环ꎮ 在阶层固化不断加剧、 精英流通愈加

不畅的情况下ꎬ 政治体制日益僵化ꎮ
其次ꎬ 俄罗斯历史上的改革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ꎬ 尽管目前俄罗斯经济裹足

不前ꎬ 外部环境恶劣ꎬ 但是上层缺乏改革的动力ꎮ 尤其是在经历了叶利钦时期的

动荡之后ꎬ 普京及其执政精英以政治稳定为优先目标ꎬ 因此认为动力的缺乏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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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优点而非风险ꎮ 这也反映出整个体制缺乏应对变化的心理准备ꎮ 事实上ꎬ 当

局对改革可能出现的后果的恐惧ꎬ 远远超过了对经济持续停滞的后果的恐惧①ꎮ
第三ꎬ 虽然当代俄罗斯缺乏苏联时代的意识形态架构ꎬ 没有深入社会各个角

落的 “毛细管” 组织系统ꎬ 但是普京成功地借用俄罗斯传统价值中的强国主义

和爱国主义以及东正教理念ꎬ 构建起新保守主义价值观ꎬ 不仅加固了政治体制ꎬ
而且也加固了自己的 “强人” 地位ꎮ 目前来看ꎬ 普京执政的合法性已经与经济

发展和民众福利的提高暂时脱钩ꎮ

二　 政治冷漠中的社会求变心理

自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俄罗斯将克里米亚纳入自己的版图后ꎬ 普京的支持率一直

居高不下ꎬ 保持在 ８０％ 以上ꎮ 这种高支持率现象ꎬ 其深层原因是自乌克兰危机

以来ꎬ 普京已经成为俄罗斯国家的象征和符号ꎬ 正如时任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

的沃洛金所言ꎬ “有普京———就有俄罗斯ꎬ 没有普京———就没有俄罗斯”②ꎮ 沃洛

金将普京与俄罗斯等同起来ꎬ 其实这并不完全是谀词ꎬ 它是俄罗斯当前社会观念

的反映ꎮ 普京在吞并克里米亚中所显示的果断ꎬ 在与西方对抗中表现出来的强

硬ꎬ 以及对叙利亚问题的积极介入ꎬ 满足了俄罗斯人对昔日光荣历史的想象ꎮ 莫

斯科卡内基中心研究员科列斯尼科夫用政治神学来解释这种现象ꎬ 认为中世纪

“国王的两个躯体” 学说正好可以借用过来ꎮ 根据这种学说ꎬ “国王的两个躯体”
分别是生理躯体和政治躯体ꎬ 而国家权力体现在国王的政治躯体中ꎮ 当亲近克里

姆林宫的人士说出 “普京娶了俄罗斯” 的话时ꎬ 实际上是在重复 “国王与国家

结为夫妇” 的老调ꎮ ８０％ 的人支持普京ꎬ 他们实际上支持的是 “国王的政治躯

体”ꎬ 支持的是俄罗斯③ꎮ 同时ꎬ 经过长期的执政ꎬ 普京在民众的意识中ꎬ 也已

经与历史上的沙皇或者苏联时期的总书记形成某种关联ꎮ 即使普京在国家治理和

经济发展方面并没有真正的建树ꎬ 但内部的 “合法性” 被转移到了外部ꎬ 民族

主义、 强国主义等议题掩盖或替代了其他议题ꎬ 成为他与俄罗斯社会的 “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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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ндрей Колесниковꎬ В ожидании четвертого срока: Российск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режим за год д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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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ꎮ 因此ꎬ 普京在 ２０１８ 年继续担任总统是毫无疑义之事ꎮ
虽然 ８０％目前已经成了俄罗斯媒体和社会的口头禅ꎬ 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俄

罗斯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冷漠心理ꎮ 政治冷漠可以从公民的投票率上反映出来ꎮ
在 ２０１６ 年的国家杜马选举中ꎬ 投票率不足选民半数 (４８％ )ꎬ 如果当局不是未雨

绸缪ꎬ 提前修改了选举法ꎬ 选举结果将是无效的ꎮ 在西方成熟的民主国家中ꎬ 美

国的投票率较低ꎬ 但 ２０１６ 年美国大选的投票率为 ５５％ ꎬ 欧洲国家较高ꎬ 如德国

议会选举投票率高达 ７６％ ꎮ 俄罗斯选举中的低投票率与其国内的民族主义热情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ꎮ 列瓦达中心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中旬的民调结果显示ꎬ ２０１８ 年俄

总统大选的投票率将创新低ꎬ 只有 ５８％ 的选民表示将前去投票ꎬ 其中 ２８％ 的人

确定会去ꎬ ３０％ 的人可能会去①ꎮ 而在 ２０１２ 年的俄总统大选中ꎬ 投票率为

６５ ３４％ ꎮ 俄总统办公厅将 ７０％的投票率以及 ７０％的支持率列为自己的目标ꎬ 并

且将投票日精心安排在克里米亚入俄的 ３ 月 １８ 日ꎬ 目的即是为了提高投票率ꎮ
全俄民意调查研究中心主任 Ｂ 费多托夫说: “重要的不只是胜利ꎬ 还有胜利的质

量ꎮ”②体制外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被禁止参加大选后ꎬ 一方面号召民众抵制大

选ꎬ 另一方面计划招募 ５ 万至 ７ 万志愿者监督投票率的统计ꎬ 目前已招集到两万

多人③ꎬ 目的是为了降低大选的合法性ꎮ
俄罗斯社会存在普遍政治冷漠与目前的政治系统直接相关ꎬ 民众对政治系统

的信任度普遍较低ꎮ 美国比较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将政治系统分为三类ꎬ 即当

局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政治制度 (ｒｅｇｉｍｅ) 和政治共同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④ꎬ
据此ꎬ 民众对政治系统的信任也可以分为三个层面ꎬ 即对政治精英的信任、 对政

治制度的信任以及对政府的信任ꎮ 由于官员贪腐盛行ꎬ 俄罗斯民众除了对普京等

少部分精英持肯定态度外ꎬ 对政治精英的总体评价比较低ꎬ 信任度较为有限ꎮ 由

于近年来俄罗斯经济下滑ꎬ 民众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ꎬ 对政府的信任度也不断下

降ꎮ ２０１６ 年国家杜马选举之后ꎬ 列瓦达中心所做的民意调查表明ꎬ 对政府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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Директор " Левада － центра" Гудков заявилꎬ что явка россиян на выборах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в ２０１８
году может стать рекордно низкой １３ декабряꎬ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ｇｏｒｄｏｎｕａ ｃｏ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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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авальный начинает кампанию по бойкоту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х выборов ｈｔｔｐｓ: / / ｍ ｖｅｄｏｍｏｓｔｉ ｒｕ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１８ / ０１ / １４ /

〔美〕 戴维伊斯顿: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ꎬ 华夏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ꎬ 第 １９９ 页ꎮ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任度达到了五年以来的最低 (２６％ )ꎬ 对国家杜马的信任度降到了 ２２％ ①ꎻ 而全

俄民意调查研究中心的一份数据则表明ꎬ 民众信任程度较高的依次为军队、 教会

和大众传媒②ꎮ 由于俄罗斯的政治系统愈趋封闭ꎬ 普通民众除了投票基本上被排

除在权力体系之外ꎬ 也助长了政治冷漠心理的形成ꎮ 此外ꎬ 克里米亚效应所带来

的民族主义激情正逐渐退却ꎬ 代际因素的逐渐凸现ꎬ 也是政治冷漠形成的重要

原因ꎮ
与普遍存在的政治冷漠相对照ꎬ 俄罗斯民众的求变心理开始变得强烈ꎮ 经历

了多年追求稳定的心理定势后ꎬ 这种求变的趋势从 ２０１６ 年底显露出来ꎮ 俄罗斯

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做的一份调查表明ꎬ 许多俄罗斯人已经不再安于现状ꎬ 认

为国家需要重大变革、 需要政治和经济改革的人在近五年中增长了 １６％ ꎬ 在

２０１７ 年春天达到了近年来的峰值 ４４％ ꎬ 在 １８ ~ ３０ 岁之间的年轻人中ꎬ 赞成变革

者与安于现状者分别为 ５５％和 ４５％ ③ꎮ 卡内基中心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所发布的一份报

告ꎬ 其结果也与此类似: ４２％的人赞成大规模的决定性的变革ꎬ 另有 ４１％的人赞

成实行普通的变革ꎬ 以实现局势的逐步好转④ꎮ 当前俄罗斯社会的求变心理中主

要有以下一些特征ꎮ
(１) 求变人群的分布ꎮ 就一般的规律看ꎬ 贫困者希望极端的变革ꎬ 生活丰

裕者更多地希望渐变ꎻ 年轻人多希望大变ꎬ 年长者往往安于现状ꎻ 大城市居民希

望变革ꎬ 而边远地区和小城镇居民希望稳定ꎻ 自由职业者多求变ꎬ 而固定职业者

和公职人员多求稳ꎬ 等等ꎮ 在赞同大规模决定性变革的群体中ꎬ 两类人比较突

出ꎬ 一是所谓的 “失意者”ꎬ 年龄段一般在 ５５ 岁以上ꎬ 受过中等专业教育ꎬ 勉强

维持温饱ꎬ 大部分生活在 １０ 万人以下的城市ꎬ 这类人的比例近年来增加了不少ꎻ
二是 “自由派和民主派”ꎬ 人数大约在 １０％ ~ １５％ ⑤ꎬ 在纳瓦尔尼的支持者中ꎬ
他们占的比例较大ꎮ 根据民众的印象和经验ꎬ 希望变革的人中ꎬ 前五位分别为:
年轻人、 贫困层、 中产阶级、 退休人员、 其他阶层居民ꎻ 而不想变革的人中ꎬ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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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分别为: 官员和官僚、 寡头和大商人、 地区精英、 普京及其身边人、 强力机

构人员①ꎮ
(２) 求变的内容ꎬ 即希望在哪些方面看到变化ꎮ 相对于 “变革”、 “改革”

和 “现代化” 等内涵更为明确的概念来说ꎬ “变化” 是一个涵义较宽且不明确的

概念ꎮ 它虽然有些抽象ꎬ 但是普通民众在生活中却能切实地感知到ꎮ 因此ꎬ 大部

分人首先希望通过改革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改善生活品质ꎬ 加强社会保障、 保证

社会公正ꎬ 发展工农业生产、 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ꎬ 提高医疗卫生及教育质量ꎬ
打击腐败ꎮ 近年来俄罗斯经济下滑ꎬ 对居民生活水平影响明显ꎬ 即使是那些家庭

条件较好的人ꎬ 也希望国家增加福利支出ꎬ 同时调节和控制物价的上涨ꎬ 这说明

不满现状比较普遍ꎮ
除了民生与社会领域ꎬ 政治领域中的求变也是重要内容ꎬ 如主张司法改革、

选举制度改革、 国家提供优质服务等等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 整个俄罗斯社会的所谓

“克里米亚效应” 达到了巅峰ꎬ 普京支持率急剧增加ꎬ 但是俄罗斯人对民主的看

法即使在这个时候也是肯定者居多ꎮ 列瓦达中心的民调显示ꎬ 在 “俄罗斯是否需

要民主?” 这个问题上ꎬ ６２％ 的俄罗斯人给出了肯定的答复ꎬ 只有 ２４％ 是否定

的ꎻ 民意基金会的另一项调查也显示了类似的结果②ꎮ 不过在采用何种民主模式

方面ꎬ 大部分俄罗斯人倾向于符合俄罗斯传统和国情的特色模式ꎬ 主张西式民主

或者回到苏联模式的都很少ꎮ 同时ꎬ 由于政治领域的相对专业性ꎬ 大部分人对改

革的思路和方向并没有清晰的概念ꎬ 也不清楚为改革现状需要采取哪些具体

措施ꎮ
(３) 求变的方式ꎬ 以及由谁来引领变革ꎮ 尽管民众对当前俄罗斯的选举制

度多有诟病ꎬ 但大部分人依然认同选举的合法性ꎬ 认为不能因为实践中的缺陷而

否定其价值ꎻ 认为选举是变革的主要工具ꎬ 人们应该把那些可以提供合适改革方

案的候选人推向前台ꎮ 在这一点上ꎬ 生活条件较好的人ꎬ 认同度更大ꎮ 在能够提

供改革方案的主要政治人物中ꎬ 普京仍然排在首位 (２５％ )ꎬ 其他人的认同度都

不超过 １０％ ꎬ 纳瓦尔尼也是其中之一ꎬ 虽然声望不高ꎬ 但还是被寄予改革的

期望ꎮ
在俄罗斯民众求变心理逐渐强烈ꎬ 而当局加强社会控制的大背景下ꎬ 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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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社会中重新兴起的抗议运动令人注目ꎮ ２０１１ 年末和 ２０１２ 年初ꎬ 以国家杜

马选举和总统大选为契机ꎬ 俄罗斯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政府抗议活动ꎮ 但是抗议

运动随着普京的重新执政逐渐趋于平息ꎬ 俄罗斯普通民众对抗议活动的态度似乎

也有所改变ꎮ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份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ꎬ ６７％的俄罗斯人认为集会无济

于事ꎬ 集会组织者在向有关政府部门递交申请时ꎬ 都怀疑能否找到参加者①ꎮ 但

就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下ꎬ 俄罗斯近两年来的社会抗议活动不断增多ꎬ 而且规模越

来越大ꎮ 规模最大的两次发生在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和 ６ 月 １２ 日ꎬ 其中 ３ 月底的抗

议示威活动蔓延到全国上百个城市ꎬ 组织者都是著名的体制外反对派领袖纳瓦尔

尼ꎮ 这两次抗议活动具有政治性质ꎮ 此外ꎬ 还有大量非政治性的社会抗议活动和

行业性抗议活动ꎬ 规模较大的如圣彼得堡教堂事件抗议活动、 莫斯科反拆迁运

动、 卡车司机罢工事件、 鞑靼斯坦储户抗议以及新西伯利亚市政抗议等ꎮ 这些具

有维权性质的社会抗议活动往往是自发性的ꎬ 但纳瓦尔尼利用民众的心理趋向ꎬ
竭力将社会性抗议纳入到政治抗议中来ꎮ ３ 月 １８ 日ꎬ 新西伯利亚的市政抗议活

动本来是当地人组织的ꎬ 纳瓦尔尼加入后ꎬ 抗议人数大增ꎮ ５ 月中旬ꎬ 莫斯科爆

发了抗议拆迁 “赫鲁晓夫楼” 的运动ꎬ 事先得到了莫斯科市政厅的批准ꎬ 参加

人数将近两万ꎮ 集会组织者虽然强调这次活动与政治无关ꎬ 纯粹是关于社会问题

的诉求ꎬ 但是纳瓦尔尼加入后ꎬ 要求市长索比亚宁辞职的口号逐渐在游行现场成

为主流声音ꎬ 抗议活动甚至短暂地发展到要求普京下台ꎮ
与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相类似ꎬ 俄罗斯的社会抗议活动同样具有民粹主

义性质ꎬ 也具有反建制、 求公平的特点ꎮ 在政府充分利用民族主义加强合法性的

同时ꎬ 民粹力量也在利用俄罗斯当前所面临的困境和民众的情绪向政府发难ꎮ 而

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本人被一些观察家看作是 “又一个叶利钦”②ꎮ 俄罗斯官方

认为抗议活动不会对现有政治秩序产生任何冲击ꎬ 抗议活动无疑会消解俄罗斯的

政治秩序ꎬ 肯定会影响到大选之后俄罗斯的政治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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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执政期间曾经推出过三次重大的现代化方案: ２０００ 年其执政伊始的

“格列夫计划”、 梅普组合期间当代研究院提出的现代化方案ꎬ 以及专门为其第

三任期所制定的 ２０２０ 战略ꎮ 但是这些战略要么未及铺开就夭折ꎬ 要么中途而废ꎬ
要么并没有得到落实ꎮ 在普京的最后一个任期中ꎬ 他还有心力再推出一个改革计

划吗?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瓦列里索洛维说ꎬ ２０１８ 年的大选ꎬ 不仅仅关乎

未来ꎬ 也是关于一个时代的结束①ꎮ 一段时间以来ꎬ 接近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分析

家ꎬ 甚至总统办公厅的一些政治顾问ꎬ 认为普京在其团队中担任平衡者的角色ꎬ
他的身边有诸多的 “摄政者”②ꎻ 普京甚至早就萌生退意ꎬ 但俄罗斯的政治结构

需要他ꎬ 他无法主宰自己的进退ꎮ 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属实ꎬ 但普京在他的最后一

届任期中ꎬ 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进退ꎬ 而且更要考虑整个政治系统的连续

性问题ꎮ ２０２１ 年则是一个坎ꎬ 可以称之为 “２０２１ 陷阱”③ꎮ 因为 ２０２１ 年俄罗斯

将举行新的国家杜马选举ꎬ 政党体系将出现重组ꎮ 作为 “政权党” 的 “统一俄

罗斯” 党一直具有强烈的依附性ꎬ 在新的领导人出现以前将何去何从ꎬ 还存在着

很多变数ꎮ 其次ꎬ 普京是否会对他所构建的体制进行重大的改革ꎮ 如果无所变

化ꎬ 因循旧制ꎬ 则可能出现所谓的 “制度诅咒”ꎬ 加重社会的不满ꎻ 如果采取重

大举措ꎬ 则很可能遭遇来自精英层的强大阻力ꎮ 再次ꎬ 随着 ２０２４ 年的迫近ꎬ 普

京必须就接班人的问题向精英层发出明确的信号ꎮ 普京的团队并非铁板一块ꎬ 内

部的纷争一直非常激烈ꎬ 在普京的最后任期中ꎬ 政治精英将争夺关键的权力职

位ꎬ 基本完成代际更替ꎬ 而接班人则是重中之重ꎮ 因此ꎬ 如何跨越 “２０２１ 陷

阱”ꎬ 关乎后普京时代俄罗斯的发展ꎮ
(责任编辑　 胡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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